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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机械合金化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机械合金化的球磨设备、球
磨机理和理论模型以及机械合金化技术在制备弥散强化合金材料、平衡相材料、非平衡相材料和功能
材料等方面的应用。
另外，本书还详细地介绍了机械力化学的原理及应用以及固液反应球磨技术的原理及应用。
　　本书内容新颖、信息量大、理论性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理论参考价值,可供金属材料研究、应
用的科研与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材料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和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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